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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中国传统信仰体系以普散的形式通过仪式扎根于民众草根阶层，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广观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丰富多元的仪式传统，其与信仰关系的亲疏程度，研究者可以用&ldquo;近信仰
一远信仰&rdquo;的两极变量思维来理解各种仪式的属性。
仪式作为信仰体系中的外显行为，其展现由始至终被音声（包括一般概念中的&ldquo;音乐&rdquo;）
所覆盖着。
这种音声为参与者增援和带出仪式的意义及灵验。
音乐作为仪式中音声的一部分，是音乐研究者最直接探讨和分析的对象。
同时，如果音声是仪式行为的有机部分，那么音乐学对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便必须把音声置于其仪式环
境中，分析音声在仪式场景中的运作及其与仪式、信仰之间的互动，从信仰体系的宏观语境中理解音
声在其生态文化中的深层含义。
　　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已清楚地显示，无论是视觉艺术、建筑、文学、音乐或舞蹈，其生命活力都
曾以信仰作为它们的基本源泉。
随着学界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更新、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扩展，仪式传统中的音声与音乐在中国音乐史所
占有的独特价值和深远意义已愈来愈明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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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蒙古族&ldquo;乃日&rdquo;仪式及其音乐模式&mdash;&mdash;以乌珠穆沁婚礼仪式为例　　杨玉
成　　走进过蒙古族生活的人都知道，无论是在牧区、农村，还是在城镇，无论是远方来客，还是亲
戚朋友聚会，都会欢宴歌唱。
人们通过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宴会来庆贺丰收，庆祝寿禄，来进行人际交往，进行社会整合。
人们也通过宴会来游艺娱乐，可以说，宴会是蒙古族社会中最普遍而最为活跃的一种民俗生活方式。
　　&ldquo;宴会&rdquo;一词在蒙古语中称&ldquo;乃日&rdquo;（nair）。
该词的本义是&ldquo;情义&rdquo;、&ldquo;友情&rdquo;、&ldquo;喜庆&rdquo;；后语义引申，具有
了&ldquo;联欢&rdquo;、&ldquo;盛会&rdquo;的含义，表示聚会、宴筵的场合。
在鄂尔多斯、乌拉特等地区，&ldquo;乃日&rdquo;也指宴歌、乐队以及乐手和歌手而言。
也就是说，该词包含了&ldquo;礼&rdquo;、&ldquo;宴&rdquo;、&ldquo;乐&rdquo;三层含义，不仅涵括
了构成宴俗的三个结构要素，而且巧妙地体现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。
本文从乃日这一特定的礼俗仪式人手，将乃日仪式音乐放置在它所发生的仪式语境当中，观察人的音
乐行为，回答在仪式上音乐是如何通过礼俗角色之间的互动而被符号化的；如何形成一个意义系统，
并结构成为礼俗模式和行为模式；这种模式与具体的表演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。
　　&hellip;&hellip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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